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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1

3

2

4
1.2004年組成的台南高鐵沙崙車站生態城市國際合作小組

2.2004年生態城市國際合作小組工作情形

3.2005年與台南縣長進行生態城市的工作研討會議

4.2005年國際合作小組工作情形

本案承續2003年由經建會委託進行之「台南

高鐵沙崙車站特定區規劃設計準則及實施機制

之研究」，該案為依循"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

點計畫"的目標，在瞭解全球永續與生態發展

趨勢下，進而研提台灣永續生態社區發展計畫

應努力的方向，並確立綠色矽島概念的未來實

施方針。而後台南縣政府於2004年委託進行

之「高速鐵路台南車站特定區生態城市暨土地

開發策略計畫」，針對前階段規劃成果進行進

一步的都市計畫與都市設計準則的制定。

此兩項研究計畫由中原大學與境群國際規劃設

計顧問有限公司，以及多位國內專家學者合作

進行，同時與德國、瑞典、挪威、日本等國際

生態城市專家展開多次國際工作坊，一同針對

高鐵台南車站特定區進行生態城市規劃設計，

提出台灣第一個生態城市的規劃方案。

經由前兩項歷經四年的生態城市規劃經驗，本

次經建會針對2006年底高鐵通車後，台灣一

日生活圈逐漸成型，為了強化高鐵台南特定區

的發展動力，選定高鐵台南車站特定區週邊佔

地約千頃面積的台糖沙崙農場，擴大生態城市

的規模。結合國家級學研機構南遷的政策機

會，以及國家植物園設置計畫，建立以政府研

究單位為主力的台灣永續生態學研園區，因此

進行本次的概念性規劃方案；持續發展台灣生

態城市的規劃願景，並且期望帶動台灣永續生

態面向的研發能量，進而帶動國家創新產業發

展，達到生態城市社會經濟面向的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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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簡述

本案規劃範圍以高鐵台南車站特定區東側之北

沙崙農場及南沙崙農場之土地為主，北至台86
號東西向快速道路，南至長榮路二段，東至深

坑子溪，西與台南高鐵車站特定區邊界。規劃

範圍面積約954公頃。

但本研究考量部分國家典藏機構將進駐高鐵台

南車站都市計畫區內的產專區用地內，故將研

究規劃範圍擴大加入特定區內的產專區用地。

本基地位於國道1號與國道3號之間，基地北側

為台86號快速道路。基地距離高鐵台南車站約

800公尺；目前正在施工中的台鐵沙崙支線將

聯繫台鐵中洲車站與高鐵台南車站之間，預計

98年完工。基地內大部分為台糖所管有的土

地，少部分土地為國有土地與私有土地。

台南市

阿蓮
路竹

歸仁
關廟仁德

一高
二高

高雄

本案位置

台鐵
高鐵

合約規劃範圍

本次研究規劃範圍

高鐵台南車站特定區都市計畫範圍

研究範圍圖

基地與主要聚落及交通關係圖



台北：中央車站‧台北關

桃園：企業營運中心

新竹：科技研發大學城

台中：商貿‧樂活‧文化城

嘉義：文化創意城

台南：學研生態城

左營：NEX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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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後京都議定書時代政策研究

國土永續利用政策研究

自然資源永續政策研究

綠色運輸政策研究

氣候變遷研究

永續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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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國家植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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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理念--
亞洲第一個國家級永續生態學研園區

順應時代發展趨勢

發揮台灣知識經濟優勢

回應APEC2007雪梨宣言

打造後高鐵時代的台灣經濟新軸線

以政府學研單位為進駐主力，

帶動國內創新產業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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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目標

建立以人本舒適健康與地球永續為基底的"新生活型態"

提出"環圈架構"的生態系統概念，達到生態環境負荷最小化的目標

成為環熱帶生態永續面向的知識核心

培養共生社區生活觀

• 土地利用 Landuse

• 水 Water

• 廢棄物 Waste

• 能源 Energy

• 流通 Mobility

• 生物性微氣候 Bioclimate

• 生命週期成本 Life Cycle Cost

• 永續耕作 Permaculture

• 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 野生自然 Wild Life

• 教育文化 Educate/Culture

• 綠色生活 Green Life

• 永續產業研發 R＆D

自然資源

環境

經濟

社會

永續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係－「環」( Cycle ) 空間－「圈」( Domain )

以永續為出發點的新生活型態面向

"環圈架構"的生態系統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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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學研生態村發展規劃配置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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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網絡系統，
人與自然共生發展的空間架構

以地景生態學的概念，以往對於自然生態體系

的關注逐漸轉向於〝都市〞與〝自然〞共生所

發展的〝第二自然空間〞。而此觀念即在強調

城市規劃中應納入自然，讓城市發展融合自

然，即『自然引入城市』。

本基地鄰接高鐵台南車站特定區，基地內原為

人為開發的農田區域。在本計畫中納入並配合

國家植物園的設置計畫，將以國家植物園為整

體區域的環境基底，劃設"植物園深綠生態區

域"，提高整體區域綠色基質。留設大面積並

且集中的植樹造林，提供最大的生物棲地空

間；一方面作為台灣低海拔植物的基因保存基

地，一方面為本計畫區內甚至區外重要的生態

基底與生物棲息空間。

在植物園與人為開發為主的園區之間，劃設連

續不中斷的、寬度從40公尺~200公尺不等的

〝緩衝綠帶空間〞。〝緩衝綠帶空間〞設置性

質為自然生態空間與人為空間的中介區域，因

此提供低度的人為活動(如永續耕作)，並劃設

不均質分佈、"跳島式"的樹叢空間，作為生物

棲息的生態跳島空間。

本計畫以"植物園深綠生態區域"、〝緩衝綠帶

空間〞，期望創造出一個提供自然與生物依存

的棲息空間，並劃設足夠寬度的緩衝空間，降

低人為活動對於生物的干擾程度。

植物園深綠生態區域

植物園深綠生態區域

緩衝綠帶空間

緩衝綠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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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植物園，
整體環境重要的綠色生態基底

植物園是國家重視環境品質與文明進步的重要指

標，植物園可保育植物基因資源及多樣性，有效

發揮遷地保育及部分就地保育等功能，並可供作

學術研究、環境教育、生態旅遊等功能。世界植

物園的指導組織--國際植物園保育協會(BGGI)就

明確指出，現代植物園之經營除了從事保育研究

工作之外，須同時具備教育及遊憩等功能。同時

在APEC2007雪梨宣言中針對"森林"與"自然態

保育"特別重視，並提出成立"亞太永續森林管理

與修復網絡"；因此台灣成立具有國際規模與水

準的國家植物園為回應國際趨勢的重要行動。

本計畫內的國家植物園設置內容包括核心區、呈

現台灣的植物歷史及文化為主軸的台灣歷史植物

展示區、回復以往台灣低海拔的稀樹草原景觀並

復育梅花鹿的台灣稀樹草園區、展示台灣經濟作

物的台灣產業文化與原生經濟植物區、台灣稀有

植物的基因庫、以及設置於基地北側的原生樹種

保存區，另外於內部設置生態研究單位的進駐基

地，以及與現仍營運中的沙崙養殖場合作推動的

生質能處理營運中心。

1.國家植物園核心區

2.台灣歷史植物展示區

3.台灣稀樹草園區

4.台灣產業文化與原生經濟植物區

5.台灣稀有植物野外基因庫

6.台灣熱帶林原生樹種保存區

7.生態研究單位

8.生質能處理營運中心

1

2
3

4

5

6

7

8

國家植物園核心區

台灣歷史植物展示區

原生植物

鄭氏

中華民國時代

荷前

荷蘭

清朝

日據時代

台灣歷史植物展示區

國家植物園規劃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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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微氣候系統，
創造環境生態效益最大化

基地在冬季有強勁的北風，強勁的北風揚

起沙塵，降低環境舒適度。因此，於基地

北側劃設為台灣熱帶林原生樹種保存區，

利用植栽減少地表土壤飛揚以及擋區域北

風。在園區內，則以防風林的植林形式，

於街區北側種植樹木，阻擋或打散北風直

接吹向人為活動區域。

在夏季，為創造街區內涼爽舒適的環境，

劃設"生態廊道"引導西南風進入街區。

本計畫利用開放空間設置形式與植林等方

式，創造冬暖夏涼的舒適微氣候，並達到

節約能源的目的，降低環境生態的負荷。

Detail Block 12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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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通廊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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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研綠村單元開發示意圖

2.以綠色資源中心為中心的短距生活單元(半徑150公尺)

3.英國Findhorn Ecovillage生態村內的綠色資源中心

  資料來源：http://www.socialdesignsite.com

4.園區內設置永續耕作區域

5.園區內建築都應為對環境友善的綠建築

  資料來源：RIVER CITY PRAG COMPETITION
    Architects:Behnisch, Behnisch and Partner

2

3

4

5

土地利用系統，
緊湊、低開發強度的發展型態

本計畫主要目的為引入國家永續學研園區，集中

國家在永續面向的研究能量，成為國家未來永續

研究、永續政策制定、國際交流的基地。

土地利用以"集中、緊湊"為原則劃設園區用地，

主要目的為減少人為開發的區域，盡量在計畫區

內保留最大的自然生態空間。並且降低園區開發

強度，以"低密度、低樓層"的開發型態為主，土

地開發強度為建蔽率40%、容積率120%：以低建

蔽率的開發密度達到保留園區內完整且連續的開

放空間的目的。

在使用規劃上建立短距的生活單元。在每個學研

單元內提供適當混合使用的土地使用內容，包括

學研辦公室、住宿區、永續耕作區域、與擔負日

常零售或社區資源集中處理的綠色資源中心。

1

緩衝綠地

辦公室

綠色資源中心

永續耕作區

生態通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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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統，
保水、淨化、循環利用

水系統在保水概念上，增加基地的透水面積，

並增加再生水以及雨水的循環利用率，降低自

來水的用水量。

在淨化方面，基地內的水文現況在北邊為二甲

溪流域，南側為五甲溪流域：五甲溪流域為基

地西側的深坑仔溪與安保溪所匯流而成，深坑

仔溪與五甲溪因上游養豬場及工廠等污水排放

造成水源污染。因此本基地針對週邊污染嚴重

的五甲溪與深坑仔溪進行淨化工程，該工程主

要為淨化基地週邊因受到上游污染的水系。

園區中心設置園區大湖，園區大湖主要由五甲

溪與深坑仔溪淨化後水作為主要水源，大湖的

水並提供作為植物園與園區內植栽的澆灌用

水；湖面上設置浮島達到涵養湖水的目的；五

甲溪與深坑仔溪淨化工程不僅達到淨化環境的

目的，淨化後的水源可作為園區內景觀澆灌用

水以及國家植物園內的澆灌用水，有效節省水

資源。

水循環剖面示意圖

崗山溪

五甲溪二仁溪

二甲溪

二甲溪

深坑仔溪

安保溪

基地水文現況

園區大湖設置水生浮島達到涵養水源的目的

園區大湖設置植生水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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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循環概念圖

水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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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與綠色交通系統，
建立節能減碳的新生活型態

我們所實踐的是一種對環境負責但在人本

舒適健康的基礎上，因此這是一種新的生

活型態的展現。

能源方面，先建立日常節約能源的基礎，

進一步尋找不同替代能源的可能性，如太

陽能發電、風力發電，或運用地下冷卻等

技術，達到節省能源使用的目的。

另外，講求建立循環型的社會，配合基地

內目前仍在運作中的台糖沙崙養殖場進行

"生質能源中心"的設置，收集區內有機廢

棄物(如植物園內的樹葉、糞便、垃圾掩

埋場沼氣利用等等)，進行處理後再利用

或轉換取得能源。

在交通方面，規劃短距的空間型態，並且

建立無線網絡，減少交通衍生量：另外，

進入園區車輛必須為綠色交通車輛，提倡

綠色交通的實施。

綠色大眾運輸系統

自行車與人行步道系統

道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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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循環概念圖

能源利用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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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系統，
健康、永續的生活空間品質

本案規劃不同層級的開放空間，創造連續且佔

地面積廣大的開放空間。首先規劃園區大湖中

軸線，以水景串聯高鐵站-產專區-園區之間；

而自高鐵站出站後可由"人行空橋"連接至產專

區內的會展中心與國家圖書館，而後銜接至園

區服務中心，提供完善的人行系統；"人行空

橋"降低高鐵站前人車衝突點，提供了一個可

遮陽避雨、安全的人行系統。

另外於此中軸線兩側配置園區內重要的湖濱公

園，為園區內重要的大型開放空間；配合生態

廊道、街區內廣場、道路兩側退縮綠帶與生態

廊道等等，共同織理出園區內如綠手指般延展

的開放空間。本案以學研園區範圍為例，學研

園區總面積約280公頃，開放空間面積比例達

百分之五十，高比例的開放空間除了提供舒適

健康的生活空間外，亦提高園區在生物多樣性

或基地保水等生態環境的品質。

開放空間系統

高鐵車站與產專區人行空橋系統

產專區內會展中心與公園透視圖 不同層次的開放空間由園區大湖公園串聯至學研單元內部

緩衝綠地

園區大湖公園

生態通廊

街廓內開放空間

道路退縮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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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講求五感六識的健康環境

人造環境的根本基礎在於人體的感官舒適，但

在永續發展的概念下，如何建立一個以人的五

感六識為基礎，但又整合環境永續思維的生

態城市，為主要目標。從人的五感"眼、耳、

鼻、舌、身"出發，分別對應環境中"音、光、

熱、氣、水"等物理性、化學性及生物性等議

題，另外加上心理層面的"意"，便是六識。因

此，永續生活或是樂活生活(LOHAS)所追求的

就是一種"用的少、過的好"的新生活哲學，這

也是人類與地球共生發展下的新態度。對應五感六識的環境整合

資料來源：江哲銘，國際趨勢及打造永續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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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刻推動的六大行動方案

行動方案一：

國家植物園總園設置可行性評估與整體

規劃構想

國家植物園總園之設置屬於國家的重要政策，

目前農委會林試所提出之計畫尚在初步提案階

段。在相關設置議題方面，如基地適宜性、財

源籌措、組織人力編制、營運管理等都需要進

行近一步的協商與財務可行性的評估工作。因

此，應儘速編列預算，進行國家植物園設置之

可行性評估與整體規劃等工作項目，作為國家

政策之決策依據。

行動方案二：

成立台灣永續生態學研園區籌設總部

建議儘速成立台灣永續生態學研園區籌設總

部，進行園區設立事項的行政處理單位，並協

助與協調行政院各部門間永續議題研究單位的

設置事項，作為台灣永續生態發展的主要推

手。

並且，該籌設總部應立即開始進行園區內生態

基盤的相關規劃與工程，著手園區內整體生態

環境營造的行動；同時，應於規劃起步的同時

開始進行計畫區內持續的、不間斷的環境監測

工作，進行生態系統過程的紀錄，並作為總體

規劃與生態系統設計的重要基礎，作為向自然

學習、建立仿自然環境的重要基礎。

行動方案三：

垃圾掩埋場環境復育計畫

本案規劃範圍在近二、三十年來有多處土地提

供歸仁鄉公所或是私人業者作為垃圾掩埋場使

用，垃圾場位置圖詳見右圖。由於基地內部分

垃圾掩埋場已完成綠化作業，惟部份垃圾掩埋

場鄰近河川，垃圾滲出水是否會影響週邊水系

及掩埋垃圾對於土壤是否有害等資訊上不明

確。因此，建議應立即展開垃圾掩埋場的土壤

與水質監測調查，以作為後續土地復育的主要

資訊。若調查結果顯示垃圾掩埋場會產生毒

素，為避免其對於土壤及水質繼續污染，應編

列經費清除垃圾並送至焚化廠焚化。若調查結

果顯示垃圾掩埋場的廢水排放及對於土壤無負

面影響，建議參考國內外沼氣發電的成功案

例，進行沼氣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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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四：

五甲溪及深坑仔溪淨化工程

本次計畫規劃兩處淨化水質工程用地，第一區

位於深坑仔溪上游處，針對工業廢水與農畜廢

水進行處理，處理之後的淨化水作為園區內大

湖水體的水源，大湖中的水可作為園區內景觀

植栽的澆慣用水，並且提供作為國家植物園內

原生經濟作物區的澆慣用水，降低區內自來水

用水量。第二區淨化工程位於深坑仔溪與安保

溪下游匯流處，其淨化後的部分水源可供植物

園澆灌用水使用。同時為了不影響原流域走向

與特性，故取水點與放流點在同一個位置上。

本行動方案將視水質受污染的狀況，依據實際

需求評估是否設置”強化型機械式水質淨化系

統”，先行進行水質初步處理後，再由人工溼

地進行後續進行作業。本行動方案確認土地取

得方式後，可立即展開相關作業，環保署已同

意編列水質淨化系統預算，執行設計規劃，由

台南縣政府水利局執行工程。

水質淨化工程第一區

水質淨化工程第二區

行動方案五：

特定區第一期生活污水淨化工程

於2004年進行的「高速鐵路台南車站特定區生

態城市暨土地開發策略計畫」中針對特定區內

的污水處理系統提出人工濕地淨化系統；經由

原有污水排水系統集中收集特定區之生活污水

至特定區南側主幹管，截流至人工溼地淨化達

一定標準後排放至二仁溪。以特定區30,000人
為計算基準，每日產生的生活污水共8,000平
方公尺，共需要5公頃的淨化面積，分三期設

置之。目前高鐵通車以經過半年以上，特定區

內的開發也持續的在進行中，特定區內開始產

生污水排放水體，因此建議進行特定區第一期

人工溼地淨化工程，處理目前特定區內的生活

污水，一方面亦減低特定區的污水直接排放至

二仁溪而污染水質。

行動方案六：

設置生質能源中心

台糖沙崙養殖場位於基地西側，目前養殖二萬

頭豬。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利用厭氣發酵過程

進行豬糞沼氣發電技術已相當成熟，故可與台

糖沙崙養殖場協商進行設置生質能源中心計

畫。生質能源屬於再生能源之一，主要利用生

物產生之有機物質，諸如農林植物、沼氣、有

機廢棄物等等，透過轉換獲得電能與熱能的可

用能源。可與計畫區內或區外相關生質能來源

進行合作計畫，設置生質能源中心。




